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低海拔地区白蜡虫的繁殖研究

张再福 王源楠 高刚峰 林敬德 高善发
(福建 省三明市林业委员会 )

张 长 海
(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 资源昆虫研究所 )

摘典 1 9 8 5 ~ 1 9 8 7年
,

分别从云南省昭通地区海拔 1 350 m 的永善县万和乡和海拔 1 950 口 的

昭通市卡子村
,

引白蜡虫种虫在福建三明市海拔 1 85 二 的岩前地区进行实验
。

结果表明
,

白 蜡 虫

世代稳定
,

一 年发生一个世代 , 种虫平均 比9
.

58 m m
,

宽 8
.

4 m m
,

高 8
.

08 m m , 怀 卯 量 平 均

5 71 8粒
,

最多一2 了s。粒
,

最少 1 6 7 4 粒 , 早 : 考性比平均 1 : 3
.
0 4

,

最 高1 : 3
.
8

,

最 低1 : 2
.

34 , 蜡花

平均 5
.

6l ln 扭
,

最厚 7
.

7峨 m m
,

最薄 3
.

74 m tn , 蜡熔点 82 一 83
0

0
,

达到国家规定 的 标 准
,

从而

突破了白蜡虫在海拔 2的 In 以下地区不能繁范的界线
。

关旅周 白蜡虫 低海拔地区 萦殖

1 材料和方法

白蜡虫种虫引自云南昭通地区永善县海拔 1 35 O m 的万和乡和昭通市海拔1 95 O m 的卡子

村 ; 白蜡虫在三明市海拔 185 m 的岩前乡
,

分多点挂放于女贞众gu st , u 二 luc idu 沉 A it
.

树上 ;定

期定时观察 白蜡虫生活史和 习性
。

室外选已放养的 10 株寄主树
,

观察白蜡虫定叶
、

定杆历期和

白蜡虫生 长发育有关因素 ; 室内选 10 颗种虫置于培养皿中对比观察白蜡虫孵化
,

求 其 孵 化

率
。

雄虫生长发育进入成虫时
,

测定蜡花厚度和个体泌蜡量
,

并采收蜡花加工白蜡
,

测定蜡

熔点
;
雌虫吊糖结束后

,

测定种虫大小
、

怀卵址
、

性比等 主要生物学指标
。

2 结果与分析

2
.

1 白绪虫生活史

雄卵 5 月中旬孵化幼虫定叶
, 6 月上旬幼虫脱皮进入二龄

,

从叶上转移到枝条上 固定
,

8 月中旬雄虫羽化进入成虫期
,

与雌成虫交尾后死亡
。

雄虫在三明地区三个月完 成 一 个 世

代
,

历时90 多天
。

雌卵 5 月中旬孵化幼虫定叶
,

6 月上旬进入二龄
。

据观察
,

雌虫孵化定叶比雄虫早 4 ~

5 天
,

定杆迟 5 天
。

一龄幼 虫期22 天
,

二龄幼虫期70 天
。

8 月中旬进入成 虫期
,

与雄成虫交

尾后
,

受精雌成虫越冬
,

翌年 3 月上旬至 4 月上旬吊糖
,

成虫期2 40 多天
,

雌虫n 个月 完 成

一个世代
,

历时3 32 天
。

白蜡虫在三明地区
,

生长发育正常
,

世代稳定 (表 1 见33 。~ 3 31 页 )
。

本文于 19 9 1年 8 )1 2 7 日收到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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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 1 白 , 虫 发 育
. . . . . . . . 目. . . . . . . J . . . , . , ‘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

~
一~ ~ , ~

一
, . 一, 月, . . ,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

上 中

2

下 上 中 下

月一旬
年

浑虫地点

::昭 昭
1 9 7 9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

通 邀

(一 ) ( 一 ) ( 一 ) (一 ) (一 )

. . . .
一 一 一

.

三 昭
1口8 5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

二
( 一 ) (一 ) (一 ) (一 ) ( 一 )

明 通

(一 ) ( 一 ) (一 ) (一 ) ( 一 )

.

⋯
三三

1 9 . 6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

二明 明
(一 ) (一 ) (一 ) ( 一 ) (一 ) (一 ) ( 一 )

.
一

. . . .
一

三一二

1 9 8 7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

二明 明
(一 ) ( 一 ) (一 ) ( 一 ) ( 一 ) (一 ) ( 一 )

屏 宁

i , 8 7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. . .

⋯⋯
南 化

(一 ) (一 ) (一 ) ( 一 ) ( 一 ) (一 ) (一 )

屏 屏

1, 8 5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

⋯
南 南

(一 ) ( 一 ) (一 ) (一 )

. 卯
一 幼虫 (一 )若虫 O 前蛹

、

真蛹 十 成虫 ( + )越冬成虫

2
.

2 白 , 虫生活习性

2
.

2
。

1 产印 雌成虫 3 月中旬吊搪并产卵
。

卵平均 5 7 1 8粒
,

最 多 1 2 7 89 粒
。

最 少 1 674 粒 ,

早
:

了性比平均 1 : 3
。

04
,

最高 1 : 3
。

80 (三 明 地 区宁化白蜡虫雄性比最高 l : 4
.

5 b 沙 县 为

1 , 5
.

0 7 )
,

最低 1 , 2
.

3 4 (表 2 见上页)
。

由表可见
,

三明地区白蜡虫卵量与产虫老区昭通
、

咸宁白蜡虫卵量相比并不低 , 而雄性

比之高可与我国著名产虫老区永善万和
、

巧家洪山
、

昭通炎山的自蜡虫雄性比指标相媲美
。

2
.

2
。

2 裤化 据 19 8 6年室内观察
,

三明白蜡虫 4 月21 日开始孵化
,

孵化期22 ~ 24 天
,

孵化率

为9 8
.

0 7 %
,

孵化后 10 多天形成明显的孵化高峰期(图 1 ) , 室外观察结果
,

雌虫比雄虫早 孵

化 5 天
,

孵化期23 天
,

孵化曲线呈双高峰
,

比较平缓
,

雄虫孵化期较短
,

为18 天
,

孵化曲线

高峰明显
,

孵化较为集中(图 2 )

2
.

2
。

3 定叶 雌虫先于雄虫 5 天定叶
,

定叶历期 17 ~ 22 天
,

雄虫孵化比雌虫迟
,

但孵化
、

定

叶都很整齐
,

定叶历期 13 一 19 夭 (表 3 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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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早

(一 ) 6

+ + ( + ) ( + ) (+ ) ( + ) ( + ) ( + )

(一 ) (一 ) 0 0
OO

(一 ) ( 一 ) ( 一 ) 0 0 + +

+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早

(一 ) 0 0 十 十

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

O
( 一 ) ( 一 ) 0 0

+ + 名

+ + + + + +
一

+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早

(一 )
(曾) +

曰

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( + ) 早

十+

十O
O(一 )

(曾)

雌虫喜光
,

幼虫活跃
,

喜在枝条上爬行
。

雌中定叶几十头至百余头沿叶脉分散栖于叶正

面
。

雄虫畏光
,

不甚活跃
,

少则几十头
,

多则千余头群居于叶的背面(表 4 )
。

2
.

2
.

4 定杆 雄虫 5 月18 日开始定杆
,

雌虫 5 月25 日定杆(图 3 )
。

从白蜡虫定杆倩况看
,

雄

虫定杆历期较短
,

二龄幼虫定杆两天后就形成明显高峰
,

而雌虫定杆时间较长
,

高峰期不甚

明显
,

且持续期较长
。

一 日内定杆时间
,

雄虫 8 ~ 12 时
,

雌虫 8 ~ 10 时
,

都在 8 时左右形成高峰期
。

雄虫多定

在 2 ~ 3 年生枝条上
,

头朝枝条梢端
,

群栖密集一起
;
雌虫多在 1 ~ 2 年生枝条的中上部分

散固定
,

头朝枝条基部
,

尤喜在叶腋处固定
。

2
.

2
。

5 泌蜡 雄虫定杆第二天
,

就开始分泌絮状乳白蜡质
,

初期不多
,

随虫体增大
,

泌蜡量

相应增加
。

1 9 8 6年 8 月随机抽取三明岩前5 4个样品测定
,

蜡花平均厚 5
.

60 7 m m
,

最 厚 7
.

74

m m
,

最薄3
.

7 4
‘

m 幻n ; 蜡熔点为8 2~ 8 3 ℃
。

实验结果表明
,

白蜡虫在福建三明低海拔地区
,

生长发育正常
,

世代稳定
,

能正常进行

繁衍
,

种虫质量较好
,

雄性比高
,

蜡花厚度
、

虫蜡率等指标不低于我国著名虫蜡区的指标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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蜡熔点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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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白蛛 室内虫卯孵化曲线 图 2 . 雄白蜻曳卯班 日解化定叶曲姚

衰 3 三明市岩, 白, 虫定叶
、

定杆时阅砚弃 ( 年
·

月
·

日 )

1 9 86
·

4
·

2 6

1 9 86
·

5
·

1

1 9 8 0
·

4
·

3 0

1 9肠
·

5
·

1

1 9 8 6
·

5
·

5

1 9 8 6
·

5
·

4

1 9吕6
·

5
·

2 5

1 9 8 6
·

5
·

2 8

1 98 6
·

5
·

2 0

1 9 8 6
·

5
·

1 8

19 8 6
·

5
·

2 5

1 9 86
·

5
·

2 4

1 9 8 0
·

5
·

1 4

1 9 8 6
·

5
·

19

1 9 8 6
·

5
·

18

1 9 8 6
·

5
·

1 4

1 9 t 6
.

5
.

19

1 9 8 6
·

5
·

1 6

19 8 6
·

6
·

6

19日6
‘

6
·

1心

1 9 8 6
·

6
·

9

1 9 8 6
·

5
·

2 7

1 9吕6
·

5
,

3 1

1 9吕6
·

5
·

3 0

始期终

‘

:
l7822 l9l317

最早

般晚

众数

最早

最晚

众数

. 长 ( d )

最短

期历期

3 结 论

( 1) 白蜡虫在三明地区产卵
、

孵化
、

定叶
、

定杆
、

泌蜡
、

放箭
、

雌雄事交尾
、

吊摘等生活

习性【’] ,

与我国著名产虫老区云南昭通地区的白蜡虫生活习性完全相同
,

所不同的仅是生活

周期缩短
,

世代提前
,

这与三明地处亚热带生态环境和气候影响有关 [:]
。

三明岩前 实 验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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衰 4 三 明 市 白 , 血 定 叶 , 况 (1 9 8 6
·

5 )

叶浊。枝 号
雄虫叶片数

(片)

雌虫叶片数

(片)

定叶雌虫
总 数
(头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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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多雌虫致

(头 )

定叶雄虫
总 数
(头 )

最 多雄
(头

上

数

有 虫叶 片
总 数
(片 )

无虫叶 片
总 数
(片 )

,d弓.几八“�上n”左�目n幻,曰nU加221417151618231916
八U0.
�
l品11�八“八“尸舀O�

.
土n”412142313242韶盯韶舫

7021700109926270别的7c4273们9814鸽1720捻1624692217902’062638050”晰7867
.11�口1二,do”,止.山,J,自,占,‘,孟1一,上1上,孟

.
土

,二,止

雌曳

雄火

一勺杏
�水随�毖侧拼撅

Q‘. .孟

o
厂

, 气
、 ‘ . , , 、、, , 、 、

,。川。。。。曰曰曰�曰⋯曰一川⋯
1.、!..

⋯
,

:
!!,

‘月
.
。
..
.
.

..r.口.......... .,

。
‘
..

-。
.
.

.. ..-

5
·

2 2 2 5 6
·

1 5 1 0

(月
·

日 )

困 3 白蜡虫逐 日定杆 曲线

处于北纬26
“

14
’ ,

在纬度方面与昭通地区基

本处于同纬度带
,

但昭通地 区 海 拔 1 9 8 5 m

以上
,

年均 气 温 n
.

6 ℃
,

) 10 ℃ 年 积 温

3 23 7
.

4 ℃
,

最低气温 一 13
.

2 ℃
,

最冷月 均

温 2
。

O ℃
,

是温带气候 ; 而处于海拔 1 6了
。

3 m

的兰明地区
,

年均温1 9
。

5 ℃
,

) 10 ℃年积温

6 5 8 4
.

2 ℃
,

最低气温 一 5
.

5 ℃
,

最冷月 均温

8
.

9 ℃
,

气候属亚 热带气候
。

因此
,

白蜡虫

引至三明地区后生活周期缩短
,

世代提前是

符合生态学和生物学规律的
。

从而说明
,

白

蜡虫对不同的气候生态环境适应性很强
,

可

塑性很大
,

突破了白蜡虫在海拔 2 00 m 以下

地区不能繁殖的界线 [名J。 在亚热带地区发展

白蜡生产
,

具有广阔的前景
。

(2 ) 白蜡虫引至三明地区繁育
,

发现有

天敌昆 虫白蜡虫跳 小 蜂 Mi
c , o t e , 9 5 。, ic e , i

I s h i i
。

和长角蜡象 A n t无: ib u s ”初e 乙a , i e g a t o s

R o el of s
. 。

这两种害虫都是随引 种 带 进 来

的
,

蜡象数量少影响不大
,

主要是白蜡虫花

翅跳小蜂影响严重
。

1 9 8 8年对10 株标准枝条

上白蜡虫调查
,

受天敌危害白蜡虫雌虫死亡

率为 6 8
.

2 %
,

严重时
,

可造成引种失败
。

我国产虫老区天敌昆虫对白蜡虫危害也相当严重
,

昭通地区永善县万和乡天敌对白蜡虫的危害死亡率45
.

5 %
,

昭通县卡子村为7 9
.

9 %
,

四川西

昌了2
。

3 %
,

在三明地区
,

气候条件和生态环境是适宜发展白蜡生产的
,

间题是病虫害
,

即白

蜡虫跳小蜂和霉病的影响
。

今后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研究
,

首先对弓l进的白蜡虫种虫进行检

疫
,

带有病虫害的种虫不得引入 ; 同时
,

三明地区的白蜡虫有病虫害的种虫也不得引入新区
。

其次改进包种虫材料
,

采用50
、

60
、

80 目的尼龙纱做放虫包进行放养白蜡虫
。

湖南
、

云南 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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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泛采用这种虫包进行白蜡虫放养
,

对捕杀天敌昆虫效果相当好
。

再次是种虫基地之间或虫

蜡之间要相隔一定距离
,

并轮作进行白蜡生产
,

这样也可减轻天敌昆虫的危害
。

(3 ) 实验结果表明
,

白蜡虫在亚热带的三明地区生长发育良好
,

能正常繁衍后代
,

世代

稳定
,

产虫
、

产蜡均好
。

(4) 福建是我国多山的省份之一
,

有丰富的气候
、

山地
、

劳力和白蜡虫寄主资源
。

因此
,

在福建省发展白蜡生产
,

对发展山区经济和扩大我国白蜡产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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